
漯河推进漯河推进托幼一体化托幼一体化
破解托育痛点破解托育痛点

本报记者 丁 玲 王明杰

透过明亮的窗户，温暖的阳
光洒在感统游戏区，正在排队的
孩子们的小脸蛋因兴奋而泛着红
晕……10 月 25 日，记者在漯河市
一辉幼儿园托班看到这样的场
景。

这是漯河市推进托幼一体化
的生动体现。日前，漯河市因地制
宜、精准施策，积极探索建立托幼
一体化服务体系，出台《漯河市支
持托幼一体化发展的实施意见》，
不断加大普惠性托育资源供给力
度，提升托育专业化水平，让群众
享受到更加方便可及的托育服务。

“我们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幼儿
园开设托班，招收 2 岁~3 岁的幼
儿，构建‘教养医’结合的专业化服
务模式，推进托育服务多元化、多
样化、多层次发展。2024年常住人
口每千人3岁以下托位数达到3.8
个以上；2025年常住人口每千人3
岁以下托位数将达到4.6个以上。”
漯河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于宏说。

现状：托育供求矛盾明显

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双职工
家庭婴幼儿照护问题日益凸显。

家住漯河市召陵区的王女士
就面临这样的问题。王女士是一
名护士，爱人在一家企业上班，平
时工作都很忙。从孩子2岁起，王
女士就开始寻觅就近就便、普惠质
优的托育机构，但是一直未能如
愿。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漯河市部
分幼儿园生源严重不足，特别是私
立幼儿园近两年停业、倒闭现象不
断发生。部分私立托育机构也因
各种原因，托位空置。

漯河市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
科科长安琦说，漯河市目前托育行
业供求矛盾明显，没有公办托育机
构，均为民营资本投资建设，费用
较高；而家长更倾向于把孩子送到
高质量的公办托育机构，接受普惠

性的早期教育。通过对50个市直
样本单位的调查，家庭养育意愿主
要倾向于公立托育机构，愿意入托
公立托育机构的家庭达到69.84%，
愿意入托私立托育机构的家庭仅
为10.55%。

而适时出台的托幼一体化措
施正是针对这一痛点，满足社会需
要，致力于解决群众的托育难题。

探索：建立托幼一体化服
务体系

“前段时间知道家附近的幼儿
园可以接收3岁以下的幼儿，我们
马上就给孩子报了名。入园一段
时间后，我们觉得孩子的规则意识
和语言发展都有了很大进步。”提
起孩子入园来的改变，王女士高兴
地说。

绘本阅读、感统训练、户外游
戏……9月初，漯河市艺术幼儿园
提供托育服务的小小班开班，2岁
6个月的布布成了这里的第一批幼
儿之一。

“入园 2 个月，孩子变化挺大
的，我们很安心，也很放心。”布布
的妈妈李女士说，“与之前在家保
姆看护相比，把布布送去幼儿园小
小班成本更低，孩子能得到更专业
的照护。”

而这些都源于在漯河市政府
大力支持下，漯河市卫生健康委、

漯河市教育局等相关部门对托幼
一体化的积极探索。

近期，漯河市卫生健康委联
合市委编办、市教育局、市发展和
改革委等九部门，印发《漯河市支
持托幼一体化发展的实施意见》，
明确完善规划布局、变更经营范
围、增设托育服务、深化师资培
训、实施医育结合、强化规范建设
等推动托幼多元发展的 6 项主要
措施任务，推动托幼一体化深入
发展。

漯河市提出，统筹利用现有幼
儿园开设托班，向社会提供托育服
务。实施托幼一体化发展的各类
幼儿园，必须在经营（服务）范围中
增加托育服务项目，营业范围由3
岁~6岁变更为2岁~6岁。截至目
前，全市229家幼儿园已有98家幼
儿园完成经营范围变更，累计增加
托位数3990个。

漯河市艺术幼儿园、一辉幼儿
园、召陵区直幼儿园等就是其中的
代表。这些幼儿园将小班改成了
小小班，并针对 2 岁～3 岁幼儿的
需求，对软硬件设施进行了升级改
造。

此外，漯河市着力加强托育机
构规范化管理，出台了《漯河市托
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和托育机
构管理规范（试行）》，从设置要求、
人员配置、备案管理、收托管理、安

全管理等方面作出制度规定，着力
推动托育服务规范发展。

保障：推动托育服务提质
增效

小小班的孩子有其独特的年
龄特点，需要配置更有耐心、更有
爱心、保育经验更丰富的老师，这
样才能实现幼有所育、幼有优育。
漯河市艺术幼儿园保教主任梁宁
峰说：“小小班开始招生以来，很受
家长欢迎，两个班很快招满了，还
不断有家长打来电话咨询。”

“我们幼儿园活动场地大，有
蔬菜田园区、种植基地、动物之家
等不同的活动区域，托幼能衔接，
办托班有先天优势，但真要办好，
在课程设置上也要下功夫。”对于
幼儿园如何开好托班，漯河市一辉
幼儿园托育主任闫娜说。

为了帮助更多托育机构良性
发展，漯河市卫生健康委按照《漯
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漯
河市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
务发展实施方案（2022~2025年）的
通知》，与水、电、气、税费优惠等支
持政策部门主动对接，提供备案托
育机构名单，帮助备案托育机构落
实用水、用电、用气、税费优惠等相
关支持政策，最大限度减轻了托育
机构运营成本。

（下转第2版）
——优化生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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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 10 月 29
日上午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开班。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
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不断
引向深入，引导全党全国人民坚定改革信
心，更好凝心聚力推动改革行稳致远。

今日导读今日导读
河南核医学学科发展研究 3 版

用心用情让服务更有温度 6 版

诺如病毒感染的诊疗预防 7 版

将热爱化为行动 8 版

←10月27日，在南乐县药用菊花种植基地，
专家正在指导种植户。据了解，南乐县加大政策
扶持力度，提高种植户的积极性，依托对口帮扶
力量，加强技术指导，使种植户成为药用菊花种
植的行家里手，提高中药材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
影响力，进一步推动全县中药材种植业高质量发
展。

陈述明 李志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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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许冬冬
通讯员喜月霞 高若水）“天
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
气也……”10 月 26 日，在河
南省郑州市，第三届河南省
中医经典普及活动在中医经
典学员齐声背诵的《黄帝内
经》声中拉开帷幕。

此次活动由河南省卫生
健康委主办，河南省中医经
典学习推广工作委员会、河
南省中医院承办，采用现场
和视频直播的方式同步进
行。来自全省各地的 800 余
名专家学者、代表现场参会，
线上直播观看人数达 1.5 万
余人。

本届活动主题为“弘扬
中医经典，助力健康中国”。
在学术交流环节，全国名中
医崔应麟、河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任献
青等专家，以《“阳化气，阴成
形”的临床应用》《经方名方
在儿科临床的应用探讨》等
为题，进行了学术分享。

本次活动在国内外也开
设了多个分会场。在郑州市
第八中学，中学生们在教室
听中医讲座，辨识中药、做香
囊；在河南省中医院儿科二
病区，小朋友们用中药做各
种小饼干，让人看到“中医经
典实践进校园”、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从娃娃抓起”已
开始落地实施。在海外专
场，来自马来西亚和日本的
学员，讲述了各自学习中医
经典的过程，显出了中医经
典走向国际的盛况。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河南省
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福伟说，中医药是我国劳动人民
千百年来与疾病斗争的伟大创造，中医药经典是中医
药传承的精华，是中医药理论体系的重要部分，传承
好、发展好中医药需要广大中医药工作者树立中医思
维、熟读中医经典、夯实中医基础、坚持中医特色。开
展中医经典普及活动，旨在提升大家对中医经典的认
知，推动中医经典的应用，加强中医经典的研究和学术
交流，督促中医人牢记读经典、学经典、用经典的初衷
和本心。中医经典普及活动还承载着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落实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的重任，需要全省上
下共同推进，为健康河南建设提供强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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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朱晓
娟 通讯员史 尧 李
伟博）通过国家卫生健
康委“千县工程”及河南
省卫生健康委“百县工
程”的临床服务五大中
心建设，河南省已有 85
家县域龙头医院通过了
麻醉疼痛中心建设的验
收，极大地提高了疼痛
临床服务能力，为实施
疼痛综合管理奠定了良
好基础。这是记者从10
月 26 日在郑州召开的
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
第二十届学术年会上获
得的消息。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
加剧以及各种现代工作
生活方式的转变，慢性
疼痛性疾病的发生率和
求治需求持续增加。目
前，河南省大型三级甲
等医院疼痛科的临床服
务能力较强，各项临床
指标已达院内领先水
平，而县级医院疼痛专
科服务能力却差异较
大 。 2023 年 之 前 ，在
107 家参与麻醉疼痛中
心建设的县域龙头医院

中，虽然大部分已开展疼痛诊疗服务，但约三分
之二的医院未设立独立的疼痛科。

河南省医学会疼痛学分会主任委员、河南省
人民医院疼痛科主任夏令杰说，为了解决县域医
院疼痛专科面临的挑战与问题，近年来，各方已
采取多项有效措施。如专科领衔医院不断强化
引领作用，通过建立疼痛专科医联体和开展远程
医疗协作，加强资源共享和技术交流，将微创介
入等适宜技术成功推广到基层。同时，省医学会
疼痛学分会积极组织学术活动和培训交流，推动
了疼痛专科的规范化建设，显著提升了基层疼痛
科医生的诊疗能力。但是，未来仍需要进一步加
强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推动基层疼痛科医师的
同质化管理，助力基层疼痛学科规范化建设。

河南掀起体重管理热潮河南掀起体重管理热潮
本报记者 丁 玲 通讯员 张琳琳

守护健康，从管理体重开始。
连日来，2024年河南省体重管理年
暨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活动
如火如荼地展开。此次活动围绕
生命全周期和生活全场景，将“合
理膳食、科学运动、吃动平衡”“三
减三健”等一系列健康理念，送到
了群众身边、带进了群众心里。

9 月的安阳，在河南省体重管
理年暨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
活动启动仪式现场，体重管理以及
高血压、糖尿病、脑卒中、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慢阻肺）、口腔疾病
等慢性病义诊、咨询，拉开了活动
的序幕。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携手
各方力量，为群众带来了丰富的健
康服务。

随后，河南各地积极响应，纷

纷开展了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宣
传活动，以提升居民健康水平，倡
导科学的生活方式。

在洛阳市洛龙区的“健康集
市”上，一个个健康主题“摊位”前
人头攒动。开元路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点，居民肖女士正向中医
咨询睡眠问题。经过把脉、查体、
询问病史，中医给她出具了全面的
健康诊断书。

在安阳市、驻马店市，“健康腰

围，健康人生。成年男性腰围不超
85 公分（1 厘米=1 公分）；女性腰
围不超 80 公分……”162 辆公交车
上循环播报着有关合理膳食、适量
运动、保持健康体重的健康知识。
这些贴心的健康提示，在市民日常
出行中，潜移默化地提升着每一位
群众的健康意识。

在新乡市，健康生活方式指导
员队伍正在积极行动，联合社会体
育指导员、营养指导员、家庭指导

员等志愿者队伍，共同推动“三减
三健”和体重管理科普宣教“五
进”活动，将健康知识普及到千家
万户。

在濮阳市，以体重管理为主题
的健康访谈直播活动正持续开展，
众多科普专家应邀为观众解答疑
惑，从调整生活方式、保持健康体
重、合理膳食、合理运动等方面为
群众提供科学指导。

实现居民体重管理知识知晓

率提升 10%，经常锻炼比例上升
5%，每万人营养指导员数量达到
0.6 人以上；推动二级及以上综合
医疗机构全面提供体重管理及肥
胖症诊疗服务；实现县（市、区）年
度体重管理等主题科普宣传全覆
盖……在《河南省“体重管理年”活
动实施方案（2024~2026 年）》中，一
个个任务目标清晰地勾画出未来
3 年，河南以体重管理为核心的全
民健康管理工作蓝图。


